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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教资考试报名
前夕，教育部印发《关于推
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
教师资格改革的通知》，要
求在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
师范生免试认定改革基础
上，继续在有关高等学校师
范生中开展免试认定改革。

通知指出，2017 年及
以前加入国家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改革试点省份的
高 等 学 校 相 关 师 范 类 专
业，自 2022 年起可以参加
免试认定改革。

通知要求，实施免试
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要建
立健全师范生教育教学能

力考核制度，根据师范类
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分
类确定任教学段和任教学
科。

对有关高等学校随意
扩大免试认定范围，为不
符合条件的学生或不按规
定颁发《师范生教师职业
能力证书》的，或在免试认
定改革工作中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依纪依规取
消学校相关师范类专业免
试认定资格，核减学校相
关师范类专业招生指标，
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和相
关人员责任。 （任靖）

据中国新闻网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
农民收入是关键。

2021年，乡村产业加
快发展，就业创业势头良
好。预计规模以上农产
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超过
17.7 万 亿 元 、增 速 超 过
10%，乡村休闲旅游业营
业收入恢复性增长、比上
年增加 1000亿元左右，农
产品电子商务零售额平
稳增长。全年农民工总
量 2.9 亿多，比上年增长
2.4%。新创建 50 个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50个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298 个
农业产业强镇。

在产业带动、就业创
业拉动下，农民收入水平
实现新提升。2021年，我
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18931 元，实际
增长 9.7%，高于城镇居民
收入增速 2.6个百分点。

再看脱贫人口。“总
体上，脱贫地区特色产业
发展不断壮大，有力拓宽
了脱贫群众就业增收渠
道。”曾衍德介绍，当前，
易返贫致贫人口和突发

严重困难户全部纳入监
测范围，确保一段时间内
消除风险。中央层面确
定的衔接政策全部出台，
确定 160个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并出台支持
政策。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
于产业发展的比重超过
50%，每个脱贫县都形成
了 2—3个优势突出、带动
力强的特色主导产业，脱
贫人口人均实现产业增
收 2200 元以上。脱贫劳
动力务工规模达到 3145
万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

今年，农业农村部将
把农民增收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主要通过实施
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
升行动、强化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支持、壮大乡村
产业、深化农村改革等，
提质增效、节本增效、促
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增
收，让农民更多分享政策
红利。

（郁静娴）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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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更多分享政策红利让农民更多分享政策红利
2021年是“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年。1月20日，

国新办召开发布会，介绍去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总的看来，面对复杂
严峻的发展环境，‘三农’领域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实
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说。

保 障 粮 食 安 全 是 农
业 农 村 部 门 的 底 线 任
务。会上介绍，去年我国
粮食和农业生产再获丰
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基础巩固向好。粮食产
量创历史新高。粮食播
种面积 17.64 亿亩、比上
年 增 加 1295 万 亩 ，产 量
13657 亿斤、在高基数上
增加了 267亿斤。

受去年秋汛影响，冬
小麦播期普遍推迟。“据
农情调度，冬小麦的播期
虽然晚了一点，但面积基
本 落 实 了 ，基 本 保 持 稳
定。”农业农村部种植业
管理司司长潘文博介绍，
目前，已制定保夏粮小麦
丰收工作方案和技术预
案，千方百计夺取今年夏
粮小麦丰收，为全年粮食
稳定发展赢得主动。

“菜篮子”产品是重
要的民生商品。农业农
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
长唐珂介绍，综合各方面
情况看，今年春节期间，
肉蛋奶果菜鱼供应总量
充足，完全可以满足城乡
居民消费需求。当前，全
国蔬菜在田面积 8000 万
亩左右，同比增加 200 多
万亩，预计未来 3 个月蔬
菜供应总量 1.7 亿吨，同

比增加 350 万吨，加上冬
储蔬菜，可供每人每天约
3斤菜。

下一步，将会同有关
部门和地方，分区分类抓
好“南菜北运”基地、北方
设施蔬菜大省等重点地
区冬春蔬菜生产，积极协
调产区和销区构建“点对
点”对接关系，并加强生
产情况调度和市场动态
监测预警，确保“菜篮子”
产品产得出、运得走、供
得上。

农 业 绿 色 转 型 也 取
得新进展。会上介绍，去
年，我国编制实施《“十四
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
划》，加 快 农 业 绿 色 转
型。长江禁渔成效初显，
非法捕捞行为得到初步
遏制，长江水生生物资源
恢复趋势向好。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扎实推进，化
肥和农药使用量连续 5年
负增长，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农膜回收率、畜
禽粪污综合利用率预计
分 别 超 过 88% 、80% 和
76%。农业生产“三品一
标”水平稳步提升，新认
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
农产品 2.6 万个，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
率 97.6%。

去 年 以 来 ，聚 焦 种 子 和 耕 地
“两个要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
现新提升。

种业振兴行动全面启动。我
国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新收集农作
物资源 2.6万多份、水产种质资源 4
万多份，完成 99.7%以上的行政村
畜禽资源普查。启动实施新一轮
遗传改良计划，自主培育 3 个白羽
肉鸡新品种，种业自主创新取得重
要进展。

耕地保护建设持续加强。去
年，新建成高标准农田 1.05 亿亩，
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7200
万亩。同时，农机装备转型升级迈
出新步伐，预计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超过 72%，三大主粮机收
损失率平均降低 1个百分点。“通过
建设形成了一大批旱涝保收、高产
稳产，一季千斤、两季吨粮的优质
良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
升。”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

司长郭永田说。
强化统筹协调。去年，《“十四

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印
发，配套制定 14 个行业规划和 16
个建设规划。乡村建设有序推进，
制定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启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预计超
过 70％，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
自 然 村 比 例 稳 定 保 持 在 90% 以
上。乡村治理稳步加强，新创建
100 个示范乡镇、994 个示范村，全
面推广积分制、清单制等经验，农
村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农村改革取得新进展。去年，
我国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阶段性任务，稳慎推进农村承包
地、宅基地制度改革。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壮大，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分别达到 390万家和 220万
个。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积达
到 16.7 亿亩次、带动小农户超过
7800万户。

冬小麦面积基本落实
“菜篮子”产品供应总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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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带动、就业创业拉动
农民收入水平实现新提升

24日起，2022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工作开始，本次考试
将在全国30个省份举行。近年来，教师资格考试的报名热度持续攀升，“教资热”
被舆论关注，专家表示，教师职业吸引力不断增强和大学毕业生人数升高，都提高
了教资考试的报名热度。

按照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消
息，2022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开始时间
为 1 月 24 日，此次笔试在 30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办（西藏
目前仅在下半年举办）。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考试报
名时间原定于 1月 14日，后鉴于
部分省份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报
名开始时间延迟至 1月 24日。

按照现行的教师资格考试
办法，该考试在多数省份一年
举行两次，一般笔试分别安排
在上半年 3 月和下半年 11 月，
提前 1—2个月启动报名。日前
30个省份今年上半年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报名的公告都已陆
续公布。根据各地的公告，本
次 考 试（笔 试）日 期 为 3 月 12
日。

近年来，教资考证热的
话题受到舆论关注，按照教
育 部 的 数 据 ，“ 十 三 五 ”期
间，年平均认定教师资格人
数在 160 万以上，较“十二
五”年增长约 37%。

近几年，每年举行两次
的教师资格考试，每次报名
人 数 都 在 百 万 级 以 上 。
2016年，全年教师资格考试
报 名 人 数 共 有 260 万 人 ，
2017年达 410万人，到 2019
年则攀升至 900万人。去年
下半年的教资考试报名中，
部分省份的报名人数仍在
攀升。

在中国教育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看来，近几年，教
资考试“热”一个主要原因就
是不断攀升的大学毕业生规
模，就业竞争之下，持证就意
味着多了一条出路。

“从大环境来看，教师
的薪资待遇不断提高，国家
在编制上也予以优先保障，
未来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在
不断增大，这是教资考试热
度攀升的大背景。”华图教
育研究院专家张晓静分析，
近年来，国家提高了教师入
职门槛，教师资格证成为编
内外教师上岗的必要条件，
这也是教资考试热度攀升
的重要原因。

30省份启动报名
3月 12日笔试

“教资热”
话题受关注

这些人可
免试认定教师资格


